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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

    自 1997 年对

口帮扶泸西县以
来， 徐汇区累计投

入 2.05亿元， 实施
帮扶项目 298?。

双
向
挂
职

    2015年以来， 徐汇区选派 2

名处级干部到泸西挂职，8 名公务
员、医生、教师到泸西指导服务。 泸
西县选派 12名干部到徐汇区挂职，

在上海组织 180? 5期培训班。

直
播
带
货

    依托徐汇区中国红高原
物媒物联中心电商平台，副县
长邵志宏带货直播 5 场，在
线销售灯盏花、火腿等泸西特
色农产品 200?万元。

修
路
扶
贫

   据统计，徐汇区帮扶资金支
持泸西建成村内道路 300?公
里。 像当地午街铺镇有条徐汇
路，2009 年竣工， 全长 2500

米，三个村寨 260户受益。

旅
游
兴
村

    泸西风景独特， 拥有中国民居建
筑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城子古村，还
有大量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堪
称旅游资源“富矿”。 政府帮扶并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推进旅游产业化。

在泸西， 碰见上海帮扶干部很难。

一来人少，二来总往基层跑，尤其是深
山里的脱贫“硬骨头”。可上海帮扶干部
又“无处不在”，在泸西各地，总能听见
人们诉说上海派来的都是“好人好马好
刀枪”。

与记者呆得时间最长的一位当地干
部说，上海同事“最担忧是自己在泸西呆
的时间不足，做得不够，想得不光是帮扶
资金投的够不够， 而是跨越式发展够不
够好。”记者更感觉，上海干部有股“帮到
底”的劲，真把他乡当故乡。 与援滇干部
邵志宏简短相处的时间里， 他的谈话很
大篇幅是讲泸西特色鲜花：“几十万亩原
生态鲜花是群众的心血， 是他们唯一的
希望，为他们圆梦是一种神圣使命。 ”

记者手记

大山里有条“徐汇路”
    海拔 1500米的尖坡彝族村，位

于泸西南郊。2015年 4月 22日，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记韩正来此走访贫困户，了解“整村
推进、产业跟进”帮扶情况。

5 年后，记者来到尖坡村，只见
硬化路面由过去“屈指可数”变为“穿

村到户”，危棚简屋换成砖瓦房，经济

作物随时可见。上海投入资金 300万
元，结合本县整合部门资金、群众自

筹及投入劳动力折资，促进全村实现
跨越式发展。

村民彭发家的外观，乍看与 5年

前拍的老照片一样。但仔细观察，发
现房屋支撑梁都加固过，遮风挡雨

的砖墙取代了木墙，房顶也换成节能

的树脂瓦。彭发告诉记者：“按政策，
我家属于 C级危房，由政府出资修

缮。我爱住老房子，改造后有电、有
气、有手机信号，老两口住得很舒

心。”村干部还透露，彭发家种的油桃
等作物增收显著，孩子都自立门户，

盖起新房子。

杨树德家变化更大。采访当天，
老杨带着山货进城赶集，只有妻子梁

角芬接待。“那年韩书记进我家，屋里
还养着一头牛,但我把地扫得干干净

净。只是有一点我很不好意思———贵
客来，我只开了一小会灯。”这对特困

户夫妇，当初住在条件最差的 D级危

房里，用着老电网，因电费高，“家里

只敢装 15 瓦小灯，平时都舍不得
开。”在沪滇协作下，杨家享受“6+6”

政策，即政府补助 6万元，外加 6万
元贴息贷款，另建新房，政府还花

6000元盖了单独牛舍，实现人畜分
居。“因为劳动力不够，我们流转四五

亩土地给别人，每年有 2500多元收
入，自己养了三头牛，再种点高原梨、

板栗，全年大概增收 6000多元。”

梁角芬说：“感谢上海帮我们修
路，老伴坐车去城里卖板栗，20分钟

就进城了，而原来得走两个多小时。
种的东西没法背下山，只能烂到地

里。”说到这里，梁角芬情不自禁地冒
出一句彝语：“上海搓，介个盏。”村干

部向记者解释，意思是“上海好人”。

    泸西县已于去年整体脱贫摘帽，

贫困发生率从 15.4%降至 1.26%，“脱

贫奔小康”已现曙光。但上海徐汇区
“脱贫不脱钩”，继续加大投入，推动

泸西县乡村振兴。
上海援滇干部、泸西县副县长邵

志宏是军人出身，每每谈及脱贫，都

有“子弹出膛”的力量感。第一次采

访，记者发现邵副县长桌上摆着大部

头《泸西县志》《泸西通史》，“地方志能
帮我了解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来泸

西头几个月，邵志宏一边跑基层，一边
查资料，“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泸西的

‘贫’，贫在石漠化严重、生态脆弱；泸
西的‘困’，困在产业散、小、弱。”

前几年，沪滇协作，重点是改善

交通设施，让泸西农产品“走出去”。
而当下，更需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拓宽销售渠道，让农户更好对接市
场，实现脱贫稳得住，能致富。通过充

分调研，沪滇干部把“突破口”选在灯

盏花等优势农产品上。

灯盏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但泸

西长期仅以药材原料供应，加之民间
“养花养草误农家”观念根深蒂固，让

这朵鲜“花”自开自谢。近年来，泸西
县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

式，扶持泽生生物等龙头企业进行订
单式种植，解除老百姓“卖不掉”的担

忧；而且基层党员干部率先流转土

地，示范种植。2019年至今，全县灯

盏花种植面积从 100-200 亩扩展到
3000多亩，光灯盏花素原料供应就

占全国市场的 70%，带动了 200户约
800人脱贫。

去年，上海科委组织专家来云南
考察生物资源，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

黄容琴对泸西灯盏花情有独钟。在泸

西给党员干部上课时，黄容琴从科学
角度把灯盏花功效原理介绍出来：

“就那一句话———‘灯盏花是少有的
能把活血带到脑部、突破脖颈的药用

天然植物’，就让大家都明白了价值，
更有信心去种植。”听过课的泸西县

扶贫办副主任喻炫皓说，上海为泸西

建立灯盏花专家研究室的项目已启
动，将会让这个产业行稳致远。

挖掘灯盏花经济价值

    在邵志宏眼里，从农民到农村，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核心问题仍
是“现代化”。

“沪滇协作经验表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高效运用政府力

量，还积极动员了社会力量，创造了
市场机制，让农村人口顺利融入现代

化进程。最根本一条，就是让他们的

劳动成果真正体现市场价值。”
“泸西低纬高原环境具有不可替

代性，适合种植特色果蔬，若仅限本
地销售只能‘价钱贱如泥’。村村通公

路后，这些‘土特产’瓜果能直达上海
等大城市，还能通过农家乐让城里人

来旅游采摘，真正实现了市场价值。”

邵志宏强调，要让劳动成果不被低估，
就要融入大市场，“大市场能给出大价

钱，扶贫协作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
都强调‘造血’，目的都是通向更广阔

的市场，或者说，通向现代化。”
如今，除了修路，泸西的干部正

把更多精力放在“打造推广之路”上。

泸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茜记得：
2018年，经上海援滇干部牵线，泸西

精品头一次集体进申城，“我们把能
想到的家乡优质产品带去，可结果让

我们大吃一惊———大部分展品被下

架了! ”上海接待方表示，“泸西特色

农产品按说能畅销 , 但它们既没包

装，也没资质标示，无法进行销售。”
“有位上海朋友跟我讲，你们那么好

的玫瑰花，香气扑鼻，却只用牛皮纸
包着，实在不合适。”

“让老百姓的心血卖得出去，一
定要讲好泸西故事，树立文化形象。”

邵志宏说，2018年，上海协助泸西建

立红高原·泸西物媒物联中心，今年
更建起泸西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中心。

“经过中心专业设计，还有我们和上
海干部无数次‘头脑风暴’，决心把泸

西特色农产品与当地美丽的彝族姑
娘形象结合起来，树立起‘云灯公主’

的形象，给土产品穿上华丽外衣，从
而登堂入室走入全国大市场。”

危棚简屋换成砖瓦房

脱贫核心是通向现代化讲故事

盖新房

“扶贫先扶志”至关重要改观念

    “你能带来多少资金，协调多少

项目来泸西，这曾是我们观察上海援
滇干部能力的标准。”县扶贫办副主

任喻炫皓说：“但这些年我们态度变

了。2015年以后，我们更强调‘扶贫
协作’，上海干部和企业把先进理念、

技术和管理制度带到泸西，通过上海
企业落地泸西，泸西产品登陆上海，

让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联动起来，实
现更具内生动力的‘造血式’扶贫。”

“要搞好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
‘扶贫先扶志’至关重要。”邵志宏

说，一些贫困群众“赚多少，花多
少”，毫无储蓄和发展的观念。泸西扶

贫干部燕荣为阿鲁哨村一个贫困户
联系好高价收洋芋的饭店，只要他开

三轮摩托车把东西拉过去就行。可他

老婆一句“开出去翻了车怎么办”，就

把事搅黄了。
“某种程度上，好些农村社会还

是传统农耕状态，而国家治理却日益
现代化。农民对生活的算计和国家的

帮扶，很可能不在同一个语境。”邵志
宏说，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移风易俗

等等，都事关农民美好生活，但如何
让农民接受又是一门学问。燕荣回

忆，几年前，在雨撒村排查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户人家老两口就守着 20

来岁的女儿，“跟谁都不打招呼，只要
有陌生人接近，就反锁家门，打电话

一谈脱贫就挂断。我们费尽周折，才

查到这家女儿曾去昆明打工，有个还
算闺蜜的工友，通过她才把这户人家

工作做通。”

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重医教

    沪滇扶贫协作多种多样，医疗和

教育扶贫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天，来自上海大华医院的陈

辉医生忙着在泸西县人民医院看门
诊。作为第三批援滇医生，她仔细观

察沪滇医疗协作“长尾效应”。“泸西
医院硬件水平显著提高，像邵副县长

专门协调上海的基金会捐赠彩超仪，

今年上半年就检查病人约 600人次，
解决 90%要到外地检查的疑难问

题”。同时，徐汇区首创的智慧医疗服
务平台“徐汇云医院”与泸西对接，为

数千患者提供远程心电诊疗等服务。
陈辉更看重的是，吸收上海成功

经验，泸西公共卫生系统正将防治关
口前移，把慢性病防治工作推广到基

层，“泸西农村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
的慢性病患者居多，很大一部分与思想

认识有关，他们的饮食普遍高油高盐，
又对健康知识存在误解，比如打胰岛素

防治血糖，被理解成‘打针上瘾’，我
们要让科学的声音入脑入心。”

记者在泸西采访的最后一站，是
法衣小学。上海市民或许还记得，

2012年“蓝天下的至爱”活动中，已
故教师李清泉的家人遵其遗愿，捐房

折成款项 400万元，成立“李清泉教

育基金”，援建泸西壮乡的法衣小学。
刚进校门，记者就听到悦耳的童

声合唱———“清泉是个大花园，花儿
朵朵一年年，清泉是张慈祥脸，一双

眼睛有春天”。“这是我们的校歌《清

泉》，每个师生都会唱，不只是纪念李
清泉，更表达我们延续大爱的志向。”

校教务处主任罗兆勇领着记者参观
学校，诉说这里的“沪滇情缘”。在基

金支持下，学校建起清泉教学楼，有
了宽敞的用餐区和男女生宿舍。

“我们学校是全村最漂亮的地

方。”罗兆勇说，“在上海帮扶下，小学
教学水平大幅提高，像 2016届小学

毕业生（也就是率先住进上海援建宿
舍的那批）里，今年有 15个考取县重

点泸西一中，这是破天荒的。”采访
中，记者遇到上五年级的陶超越，他

姐姐就是考取重点中学的 15 人之
一。“村里人都知道法衣小学有‘上海

恩人’，长辈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将
来像恩人那样有本事，做好事。”

恰在此时,一年级老师杨金芬正用
壮语教孩子，有个词叫“上海保舍雷”。

这个意思也正是———“上海好人”！

    2253公里，这是上海徐汇区与云南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的空间距离。23年，这是两地
结对帮扶至今的时间跨度。 前者可算作常量，后者
却是不断更新的变量，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君在

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共饮一江水，沪滇无限情！ ”

1996年， 中央确定上海与云南开展对口
帮扶，瞄准对口地区建档立卡，对贫困户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 其中，徐汇区对口帮扶泸西

县，尤其从 2015年起，通过“资金扶、项目带、

干部帮、 消费促”， 将对口扶贫协作进一步深
化———用当地干部的话说：“上海同志扶真贫、

真扶贫，以泸西县脱贫攻坚为己任！ ”

荨 贵客来也舍不得开

灯的梁角芬如今用上了
手机

茛 上海援滇干部、泸西

县副县长邵志宏考察高

原梨生产基地

特派记者 吴健 / 文 张龙 / 摄

■ 泸西县由上海徐汇区援建的徐汇路

 泸西县“城子古村”景色美如画，在建筑发展史上有中国民居“活化石”之称

谋突破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携手奔向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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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谷友
泸西县白水片区
灯盏花种植示范基地

    我叫严谷友， 是县里扶贫的建

档立卡户， 现在在泸西县白水片区
灯盏花种植示范基地工作。

多少年来，我家祖祖辈辈一直

种玉米等作物，但每年 6到 9 ?都
难逃冰雹灾害———“看见示范基地

里那块铁招牌吗？ 坑坑洼洼的洞，

都是雹子打的！ 这雹子打到玉米地

里就更惨。 ”相比之下，低矮的灯盏

花，存活率较高。 但我们这些人起
初都怕投入“打水漂”，看到党员带

头改种我才下定决心。

“种灯盏花这玩意儿，一要注意
浇灌， 不能旱也不能涝； 二要人勤

快， 因为限制农药， 得人工锄草除
虫， 一指长的花虫都要一点点剥出

来。 ”两年来，我深刻感受到产业扶

贫政策带来的“命运转折”：“在包销
合同带动下，我和同村的其他 6 户

村民流转出 358亩土地， 形成灯盏
花种植基地。 光我的20亩土地，去

年 11?至今就割了三茬，卖了 8吨
多，每亩毛收入 1万元，这可是我从

前不敢想象的。 ”

20亩灯盏花一年割了三茬


